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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速度加快，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国
民经济逐步纳入世界经济运行轨道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杠杆
。
从实践看，中国在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的选择方面不断趋于成熟，而且也积累了许多经验。
但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远不尽如人意，这就促使本书作者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货币政策传
导的研究方面。
本书作者来自高等院校和中国人民银行，主要从事金融学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出于对货币政策的职业敏感性，作者近几年来深入研究中国的货币政策及其传导过程，并且得到了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批准号：04BJL027），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
　　货币政策传导是从货币政策的执行到结果产生的整个过程，它既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也是货币理论与政策的核心内容。
从重商主义时代到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国外学者对货币政策传导所涉及的基本理论、传导机制，以及
传导效果进行了大量和不间断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国外学者所作的研究大多是以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为背景的，他们没有对转型经济体的货币政
策传导进行过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其得出的一般结论也不能直接和简单地应用于中国的相关实践。
　　货币政策传导具有很强的时空性和动态性，随着一国经济体制的变迁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它
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并形成不同的特征。
因此，要完善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就必须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机理与现实状况有比较全
面、深刻的认识。
经济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传导明显有别于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货币政策传导。
为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国内学者也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进行了大量研究，而且在理论与实践
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由于中国依然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而且经济全球化又在改变着原有
的世界经济格局，新旧矛盾的混杂、理论的错乱以及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与不确定性，都使国内学者所
作的研究比较零散且有明显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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